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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洪林，虾肥
味美。6月13日上午，“棋

盘塔”安徽·宣州洪林第二届
虾稻丰收节暨安徽省首届线上
龙虾节在万众期待中如约而至。
活动中，来自各地的媒体和游客共
聚宣州区洪林镇，品尝美味的龙
虾。本次开幕式还特别邀请了

安徽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马
滢和阿伟亲临现场

主持。

开幕式结束后，便到了本次龙虾节的重头
戏——直播带货。

“点击屏幕下方链接即可购买，2盒龙虾只要
49.9元。有麻辣、蒜香两种口味……”上午10点，
宣州区副区长王光祥、洪林镇相关领导和安徽电
视台知名主持人马滢、阿伟一起，与广大网友云上
相约相聚，展开互动，共同宣传推介小龙虾、忆锅
香锅巴、农家自制小鱼干、野生小竹笋等宣州区洪
林镇的优势产业、优质产品。

直播间里，洪林镇如画般的稻虾基地，展现在
了网友面前。稻田里，虾农穿着套服，在水深没腿
的虾田里捕捞，将小龙虾引进地笼，打捞上岸。捉
起一只龙虾来端详，壳红、腹白、肉厚。正在打捞
龙虾的孙师傅表示：“现在每天都要打捞1万多斤
小龙虾，大一点的龙虾可以卖到近40元一斤。”

随后，记者来到洪林龙虾交易市场，只见工人
们正在按照重量给龙虾分类。“下午通过冷链物流
发货，浙江、上海等城市一般第二天就会收到鲜活
的小龙虾。”一名工人介绍，除满足本地市场外，洪
林龙虾更多的将销往沪苏浙市场。

“我们采用了‘稻虾共生，生态互补’的绿色、
环保理念，不使用化肥、农药，只采用有机肥保证
水质，在这个环境下生长的小龙虾不仅绿色无污
染，而且味道鲜美。”棋盘塔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黄自林表示，公司目前已建成稻虾轮作
基地1万亩，经过实践摸索和同上海海洋大学技术
合作，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稻虾轮作种养技术，生产
的虾稻米已获得绿色认证，小龙虾获得无公害产
品认证，公司年产小龙虾60万斤、虾稻米600万
斤，直销沪苏浙市场后立即成为“香饽饽”。

市区哈密瓜临时摊点
将“甜蜜”上市
◇周萍 本报记者 刘畅

眼下，即将到新疆哈
密瓜大量上市的季节，为
了方便市民就近购买哈
密瓜并解决新疆群众卖
瓜难题，市城管执法局将

在市区设置4处哈密瓜季节性瓜果销售点，并制作标识
牌，为大家提供便捷的“甜蜜”服务。

市城管执法局工作人员王志强向记者介绍，这是我
市连续第8年为新疆哈密瓜设置专门的临时销售点。
而今年的哈密瓜销售点地点是市区城南菜市场、市区西
林菜市场、西林小区入口和东门临时农贸市场。临时销
售点于8月中旬正式启动，预计到9月底结束。

“以前想买正宗的新疆哈密瓜总是不知道去哪里
买，现在每年有了定点销售点，买得放心。”家住市区法
制路的市民胡茂然说，瓜果从新疆直运来宣，吃的就是
新鲜。

为了既照顾市民“肚子”，又赢得城市“面子”，新疆
瓜农将签下文明经营承诺书，按照要求遵守我市城市管
理相关规定，严格落实门前三包、配备垃圾容器、在指定
位置经营等要求，同时做到不乱拉乱接电线、不乱丢垃
圾、不损坏公共设施、不堵塞交通、不噪音扰民。并严禁
出现擅自扩大经营点范围、圈占经营、排挤其他瓜农等
行为。

“为保持市容市貌的整洁有序，真正为瓜农直销做
好服务，保障市民切身利益，城管执法局将开展定时和
不定时的检查行动，对恶意破坏临时销售点卫生环境等
行为，城管执法部门将按照市容管理条例对经营者、瓜
农作出处罚。”王志强介绍。

来自新疆的一位瓜农告诉记者，季节性瓜果销售点
都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方，自己再也不用“打游击”。等
做好相关资料申报后，便可以安心卖瓜，省去曾经“踩
点”的烦恼。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除了哈密瓜、西瓜销售点，我市
还连续多年设置大白菜临时销售点。一般每年“霜降”
后，会在市区中心菜市场、西林菜市场、城南菜市场等
15处地点设置大白菜销售点。市民何佳琪坦言：“设
置这些临时销售点，相当于把最新鲜的大白菜、瓜果直
接‘请’进社区，菜农可以按‘点’索骥，寻找合适地点销
售当季大白菜，市民可以就近选购，执法人员和环卫工
人的工作也更好开展，一举多得。”

杨胜有：自主脱贫显身手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王祖清

在郎溪县姚村乡，提到杨胜有，村民们从不吝惜赞
美之词。“他是‘宣城好人’，也是脱贫攻坚的榜样！”这几
乎是大伙儿介绍他的开场白。对于乡亲们的称赞，杨胜
有总是摆摆手表示“不值得一提”。

今年65岁的杨胜有是一名退伍军人，家住姚村乡
天子湖村青峰组。在村里，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他
2016年勇救落水村民的故事。让我们先把时间拉回
到四年前——

2016年4月22日清晨，杨胜有正在家里吃早饭，忽
然听到邻居在门口大喊：“快救人！有人掉水里了！”听到
呼喊后，杨胜有放下碗筷，几个健步冲到塘边，只见落水
者正在离岸两丈远的水里扑腾，他快速地脱掉上衣跳到
塘里，三下两下游近落水者，一把拽住落水者的胳膊，拼
命地往岸边移动，最终费了很大力气才把落水者救上岸。

虽然事情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村民们每每见到他，
仍然忍不住提起这段光辉事迹。2016年，杨胜有当选

“宣城好人”。
如今，更多人聊起杨胜有，谈的是他自主脱贫的故

事。杨胜有的爱人曾患有智力残疾（2017年去世），两个
女儿远嫁他乡。2014年，他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穷志不穷。看到满山的毛竹、板栗、茶叶，杨胜有
打起了主意：依靠这些“宝贝”摘掉“穷帽”。“光靠政府照
顾过日子肯定不行，我也是个好面子的人，所以我想到
后就坚定想法干起来。”杨胜有回忆说，当时自家的荒山
多，看到大家靠种茶挣得收入后，自己也坐不住了。

说干就干。2015年的春天，杨胜有开辟自家荒山种
植了5亩绿茶。当年开荒，杨胜有没有少吃苦，隔壁村民
陈建华竖起大拇指：“老杨能吃苦！那么热的天，他挥动
十来斤的大铁锄，大太阳底下拼命干，我们劝他歇歇，他
用袖子擦了一把汗说，累点没关系，脱贫最重要！”

2016年，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杨胜有购置了制茶
机械，创办了一个绿茶加工小作坊，除了加工自家茶叶
外，他还主动收购村民采摘的鲜叶进行加工。一年辛苦
下来，他挣了2万多块钱。当年年底，杨胜有顺利脱了贫。

脱贫后的杨胜有并没有满足。念定“茶叶经”的他
开始逐年增加茶叶种植面积，由最初的5亩发展至后来
15亩。不仅如此，他还增加了茶叶的品种，除了本地绿
茶，还种植了白茶和黄金茶。如今，他的制茶小作坊的
干茶产量也逐年递增。

“杨胜有是我们村自主脱贫的典型，他的生态茶园
和制茶作坊每年还能带动村里10来个贫困户季节性务
工。”谈到杨胜有，天子湖村书记李国江满脸笑容。他告
诉记者，如今，村里还有许多像杨胜有一样的贫困户，他
们依靠发展绿茶、板栗、毛竹等庭院经济，摘掉了“穷帽
子”，过上了好日子。

决胜小康看宣城

6月9日，记者走进旌德县庙首镇
里仁村生态美超市，只见超市外设有
一个小型的垃圾分类站，走进超市，一
阵清香扑鼻而来，里面干净整洁，两列
陈列柜中摆放着各种调味品、食用油、
卫生纸、水瓶、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地
面上还堆放着一袋袋大米。

这家生态美超市原是旌德县首

家扶贫“爱心超市”，仅对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开放。为了进一步巩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这家“爱心超市”在近期提标升
级，变身“生态美超市”并面向全体村
民开放。

纸壳、香烟盒、一次性纸杯一斤
兑换一分、一次性塑料袋 50个兑换

一分、地膜和秧膜一斤兑换一分……
在该超市另一房间的侧墙上，清楚
地写着回收的物品和兑换标准，一
目了然。

“我们是 6 月 2 日正式开业的，
当天上午就有几十个村民排着长队
过来兑换东西，一分就是一块钱，每
户村民都可以过来办理一张积分
卡，积累的分数越多，能兑换的生活
用品就越多，所以村民们的热情都
十分高涨。”该超市的工作人员李玉
霞介绍道。

李玉霞正说着，就看见一位老奶
奶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瓶朝生态美超
市走来，她熟络地走到侧门，把东西放
在秤旁，耐心地等待着工作人员清
点。老奶奶是里仁村的村民王国女，
今年70岁了，她告诉记者：“原本这些
瓶子是不打算要的，但是现在能兑换
东西了，我就把家里一些空瓶子积攒
下来，纸壳子也留着，在这儿换些洗衣
粉也是好的。”

工作人员登记完分数后，王奶奶
便拿着自己的积分本走到兑换区域，
认真地挑选起生活用品，与她一起的
还有村民杨开华，她说：“今天过来兑
换了8斤秧膜，这些秧膜都是从村里田
间捡的，原来大家不要的‘垃圾’也能
变成‘钱’了。”

“自从生态美超市开业后，村里的

环境也在不断优化，烟头、废电池、农
药瓶这些都可以兑换生活物品，很多
村民便不再随意乱丢了，而是把垃圾
积攒起来，甚至时常能看到一些村民
主动在路边捡垃圾。”里仁村党总支书
记陶国强说。

据悉，村民们积攒分数的途径还
不止一条，陶国强介绍：“我们设置了
环境美、小康美和文明美三个专柜，村
民可以通过捡拾垃圾保护环境兑换积
分，参加志愿服务、好人评选、美丽庭
院等方式也能有积分，但相对应的自
家田地焚烧秸秆或做出有违移风易俗
等不文明行为则会扣分，奖惩有度的
机制才能更好地帮助村民共同打造美
好乡村。”

如今，生态美超市的运营已进入
常态化阶段，每个星期二是固定的兑
换时间，在垃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工
作人员便将分类好的垃圾做处理，有
毒有害的交给专业的处理场，可回收
的交于废品回收站。

生态美超市的开设解决了垃圾治
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力促进城
乡环境美化和文明新风的形成。据了
解，截至6月3日，庙首镇5个“生态美”
超市开户约千余户。里仁村生态美超
市开业当天近百位村民用收集的废弃
物兑换了近1200积分，其他4个农业
村近期也将陆续开始运营。

庙首镇：生态美超市“兑”出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戴丹丹/文 戴巍/图

村民用积分到里仁村生态美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相约洪林丰收节
稻香虾肥正当时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文/图

▲主持人马滢和宣州区副区长王光祥
直播带货洪林小龙虾。

“洪林镇龙虾都是在清水稻虾田里养殖，虾
壳较软、肉质Q弹。向大家推荐这款烹饪好的
调味小龙虾，用速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保住了
虾肉的口感，大家买回去简单加热即可食用。”
主持人马滢和王光祥一边详细介绍洪林龙虾，
一边卖力吆喝邀请网友购买，同时还和主播一
起开展了抽奖、特价秒杀等优惠活动，引发网友
争相抢购。

“最爱洪林小龙虾！必须买起来！”“回来加热
一下就能吃了，真方便！”“为宣城特产点赞，买
它！买它！买它！”货靓价廉，网友们争先抢购。
短短3个小时，直播间就销售了3621件小龙虾和
693件土特产，总价值194617.2元，整场活动场观
人数达到150多万人。

“红”和“辣”是本届龙虾节带给众多市民的感
受，红的舞台、红的龙虾壳；辣的龙虾肉，火辣的激
情，令人陶醉。“龙虾辣，我的内心比龙虾更火辣，
这个氛围很赞！”市民张先生称，自己是“嗜虾老
饕”，也是洪林镇龙虾节的“忠实粉丝”，看到家乡

的龙虾越做越好，龙虾品牌“越擦越亮”，他感到由
衷的高兴。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进一步打响洪林
镇小龙虾的品牌，同时提高我们农民的收入，
让他们的龙虾卖得更好、更快、更远。下一步，
我镇将积极推进农业+工业、农业+商业、农
业+旅游的‘三产’融合发展，真正做到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四美洪林。”洪林镇镇长申
长意说道。

回顾洪林小龙虾产业的发展轨迹，从最初“捕
捞+销售”模式，到“养殖+加工+流通”一体化服务
拓展，未来规划形成完整产业链。目前，宣州洪林
现代农业示范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3.78万亩，基
本形成2.8万亩优质粮油基地（含1.5万亩稻渔综
合种养基地）、2500 亩特色蔬果基地、年出栏
1900万羽家禽产业等主导产业集群，拥有农业企
业41家、农民合作社41家、家庭农场37家。“稻虾
共作”扶贫模式成为了推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直播间揭秘
小龙虾产业链

▲

品尝小龙虾品尝小龙虾。。


